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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鄧麗君 

                           --紀念鄧麗君逝世二十五周年 

文\圖 夢晨 

 

今年的五月八日是一代“歌後”臺灣歌星鄧麗君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每

年的這一天，來自臺灣、美國和泰國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眾多華人都會前往現新北

市金山區金寶山的筠園墓地拜祭。 

 

二〇〇八年，馬英九“總統”開始執政以來，兩岸關係回暖，大陸政府開放

普通民眾“自由行”政策後，許多慕名而來的“陸客”也專程來此地憑弔這位曾

經風靡海峽兩岸的歌星。他們懷念默禱之際，依舊能聽到曾經設立在金門島上的

擴音器播放鄧麗君那些膾炙人口的曲子，跳躍的音符自然激起無限美好的回憶，

尤其是與那個時代一起成長的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當時生活在大陸地區

人們談及最多的就是“老鄧”和“小鄧”了，並流傳著“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

鄧”、“只愛小鄧，不愛老鄧”等語。這“老鄧”指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

小平先生，這“小鄧”就是鄧麗君小姐了。 

 

鄧麗君，本名鄧麗筠，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發行第一張個人唱片

專輯，民國六十年代在華語地區達到事業高峰，之後又在日本樂壇發展並大獲成

功，受到中國臺灣、日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朝鮮半島等

地的廣泛歡迎，九十年代初淡出樂壇，民國八十四年(西元一九九五年)因哮喘發

作猝逝于泰國清邁。 

 

鄧麗君對華人社會影響甚巨，世人盛譽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臺

灣、香港歌壇分別頒發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和

金針獎，以紀念“一代巨星”的光榮成就，中

國大陸中國網票曾選其為“新中國最有影響力

文化人物”，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評其為“二

十世紀最具代表性華人歌手”。由於鄧麗君畢

生致力慰問“中華民國”國軍官兵，又有“軍

中情人”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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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臺灣)總統府”頒發褒揚令以表彰她

的愛國情懷和演藝成就，並准予在她的靈柩上覆蓋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等四人擔任“國旗”覆旗官，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秘書長許水德等四人擔任黨旗覆旗官。此外，當時臺灣地區領導人還特地頒

發“藝苑揚芬”挽額給她，國民黨也追贈榮譽獎章“國光一等獎章”予她。時任

臺灣省省長的宋楚瑜擔任她的治喪委員會主委並親自為其墓園“筠園”題名，

“行政院長”連戰、前任“行政院長”郝柏村、時任“國防部長”的蔣仲苓、時

任臺北市長阿扁等人物也親臨致哀。大陸央視及香港、臺灣、日本地區的大眾傳

媒也紛紛在新聞中發出哀悼她過世的訊息。 

 

聽老一代人的講述，改革開放前，當年他們都是偷聽“敵臺”收聽鄧麗君的

歌曲。很多人都是從收音機裡第一次聽到她輕柔的歌聲的，和以前那些聽慣了的

鏗鏘有力、豪邁振奮的紅歌相比，鄧麗君的歌曲讓人們緊張的神經一下子得到了

疏解。 

 

我是一名八〇後，受周遭親朋好友的影響，我也喜歡鄧麗君的歌曲。其中，

我最喜歡鄧姐姐的一首歌曲是《小城故事》，這首歌還被選為同名電影《小城故

事》的主題歌。為此，民國一百〇七年(西元

二〇一八年)，我陪同爸爸第三次來到了臺

灣，專程去探尋《小城故事》的這座小城--

苗栗縣三義鄉。 

 

六月十一日上午，我從臺北搭乘台鐵自強

號列車前往苗栗縣。在苗栗縣的旅館安頓好之

後，隨後搭乘公車 5664路前往三義火車站，

到了三義車站後，才忽然意識到逢禮拜一全臺

灣的博物院館是依例公休的。非常遺憾，三義

木雕博物館未能成行，小城故事沒有親身體驗

到，只好留待下次再來，續寫《小城故事》了。 

 

如果說短波廣播是鄧麗君的歌曲傳播到中國大陸來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的

話，那麼廣播中的主持人也是功不可沒。曾經供職於(臺灣)中國廣播公司、澳大

利亞廣播公司以及倫敦 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師，是早年

鄧麗君歌曲在中國大陸傳播開來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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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就通過廣播節目為大陸聽眾介紹鄧麗君的歌聲，還

曾先後四次採訪過鄧麗君，其中兩次是面對面，兩次是電話連線。那是二十多年

前的事情，從臺灣到澳大利亞墨爾本工作的王恩禧老師在澳洲廣播電臺（簡稱

“澳廣”或“ABC”）中文部創辦並主持《您喜愛的歌》節目，在這個以點歌為

主的節目裡，鄧麗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為點播率最高的曲目。 

 

“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後，第一批來自中國大陸各地農村、工廠，機關、學

校的聽友來信透露，因為寫信給“澳廣”參與歌曲點唱，一夜之間大名傳遍全

村、全廠和全校成為眾所周知的人物的不乏其人。點播率最高的歌星，你猜是誰？

除了“小鄧”還有誰呢？ 

 

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師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曾四度採訪過鄧麗君，他驕

傲地對我說過，他家的“傳家寶”之一就時當年採訪鄧麗君時給她拍攝的照片，

上面還有鄧麗君的親筆簽名。  

 

二〇〇九年六月份端午節

期間，王老師小住于我上海楊

浦家中，王老師告訴我，他當

年所在的“澳廣”通過一流的

公關聯繫，兩次成功抓住機

會，通過越洋電話獨家訪問到

聞名海峽兩岸的鄧麗君。一次

是正當她回臺北過春節，大年

初一晚上電話追蹤到正在吃團

圓飯的鄧麗君，她透過“澳廣”電波，向廣大中國大陸聽友拜年。還有一次，鄧

麗君正在美國加州拉斯維加斯凱撒宮酒店登臺表演空檔期間，透過澳廣向中國聽

眾問好，並親自描述在一千五百多位熱情觀眾面前，登臺演出的空前盛況。   

 

王老師特別提及最難忘的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夏天，他從澳洲回臺北度假期

間，透過他的大學同學，時任臺灣電視公司（台視 TTV）副總經理盧治楚先生的

安排，在台視攝影棚鄧麗君錄製《淡淡幽情》專輯的間隙，在乾冰霧氣環繞之下，

他抓緊機會跟鄧麗君作了一段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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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回憶到，為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她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的錄製歌唱，

敬業精神確實令人敬佩。

當時透過總控玻璃窗，他

還親眼看到她向喉嚨噴藥

壓制自己哮喘的毛病，不

至於耽誤錄影進度。 

 

由於時間匆促，加上

現場雜音多，那次訪談並

不理想，於是王老師靈機

一動就在攝影機旁，大膽提出邀請鄧麗君次日上午，走一趟仁愛路中國廣播公司。 

 

王老師事先約好錄音師，預訂下最好的演播室，跟鄧麗君再做一次專訪，好

讓她能暢談自己踏入歌壇的心路歷程，透露一些世界巡迴演出過程中很少向外人

描繪的酸甜苦辣。 

 

王老師還告訴我，他曾供職的(臺灣)“中廣”的林秘書溫馨地贈送了五百張

鄧麗君玉照，給“澳廣”聽眾作新年禮物。他也再次抓住機會在攝影棚內為鄧麗

君拍了數個特寫鏡頭，這些照片還請了鄧麗君親筆簽名，因為它見證過歷史風雲

人物的鼎盛時期。     

 

鄧麗君的採訪在“澳廣”播出後，一下子收到了十萬多封聽眾來信，“澳

廣”只好用卡車運輸，來信基本全部來自中國大陸，大都是表達對鄧麗君歌曲的

衷愛並索取簽名照片。由於來信太多，以至於王恩禧和他的同事們在節目裡不得

不懇請聽眾暫時不要來信了，因為當時“澳廣”每處理一封大陸來信需要一澳元

的投入。即便如此，這樣的火爆還是持續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這些來信中，有

一位河南農村的聽友幸運得到了簽名照片，之後他寫信給王恩禧，說他收到照片

之後，全村人都來他家一睹鄧麗君的芳容，讓全家人驕傲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幾次採訪的影響超出了王恩禧的想像。最近幾年，他多次到中國大陸的電

臺作客訪問，曾在天津、大連、昆明、烏魯木齊等地遇到許多電臺同行向他描述

透過“澳廣”從收音機裡聽鄧麗君歌曲的情形，也有一些鐵杆鄧麗君迷至今還保

留著當年用卡式答錄機錄下來的這些節目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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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禧清楚記得他的同事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大陸旅遊遇到的趣事，由於

當時大陸的交通不夠便利，一旦遇到車票、機票緊俏的情形，只要拿出隨身攜帶

的鄧麗君簽名照片，便可以順

利解決問題。“這是鄧麗君的

歌聲所擁有的獨特魅力帶來

的，是非常別致的體現方式，

也是我們通過廣播節目傳播鄧

麗君歌曲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

‘收穫’。”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傍

晚，王恩禧從“澳廣”下班到家，接到了台裡的緊急電話，說是鄧麗君去世了，

讓他立即回電台作直播。王恩禧想起一九八一年秋天第一次採訪鄧麗君時曾看到

她因為哮喘往喉部噴藥，沒想到二十幾年後正是哮喘讓這位天才般的巨星過早地

離開了人世。 

 

一直以來，王恩禧身處收音機的另一端，廣播人的獨特身份讓他親眼目睹了

鄧麗君在大陸通過小小的收音機流傳開來的全過程。他認為，中國大陸從清一色

的樣板戲過渡到豐富多元的聽覺選擇的過程中，鄧麗君擔當了非常獨特的關鍵角

色，沒有哪個華人歌手在那個轉捩點上對中國人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她對中

國人精神生活的特殊意義在於，讓人們首先從收音機裡找到了聽歌的樂趣，拋開

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找回了音樂本該有的功能。 

 

除了電波中鄧麗君的歌曲外，位於臺灣

金門群島，距離大陸廈門只有兩公里的北山

播音牆（又名“心戰牆”）也是鄧麗君歌曲

播放的陣地。播音牆建於民國五十六年(西元

一九六七年)，是一處戰略軍事據點，它在臺

灣反共宣傳時期海峽兩岸的廣播戰中曾發揮

重要作用。 

 

金門群島屬臺灣邊陲金門縣的行政劃

區，也是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中

國內戰期間死傷慘重的“古寧頭戰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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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稱之為“金門戰役”）所在地。正是這場戰鬥，確立了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

關係現狀，共軍未能擊敗國軍奪下臺灣。 

 

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金門群島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共建了四座廣播站，

用於向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播放宣傳消息和音樂。北山播音牆的聲音可傳至二

十五公里外的地方。 

 

宣傳音樂中最為著名的來自于臺灣歌手鄧麗君，據說她是前中國領導人鄧小

平先生的最喜愛的女歌星。鄧麗君的部分名曲如《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

等均曾在這裡播出。 

 

她本人也曾親自去過播音牆，透過廣播向生活在水生火熱中的大陸同胞喊

話——採用的則是迪特裡希（Marlene Dietrich）這樣的明星到前線巡演的路

數——告訴大陸同胞，她等著他們來金門看看，自由是中國唯一的希望。據我的

友人上海報業集團記者周軍

所說，蔣中正“總統”曾視

察過北山播音牆附近的“馬

山播音站”，他的父親所在

的部隊在廈門這邊向金門島

上的國軍喊話了二十多年。

鄧麗君的歌曲今天仍在播音

牆播放，不過音量要小得

多，僅作為金門群島上的觀

光項目之一。 

 

臺灣的楊凱婷女士是一位常年往返於德國與中國臺灣兩地的藝術家。她介紹

道：“與視覺藝術相比，聲音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層想像，聽眾必須通過想像在腦

海中描摹敘事。”“當年，播音牆的聲音震耳欲聾，徹夜不停”，楊凱婷說道。

她在做研究時搜集了許多當地島民的回憶。當時的人們被聲音包圍，無處可逃。

“‘心戰’是當地人精神領域的一項長期鬥爭。一個人必須對自己所代表的價值

觀念有著強大的信念才可能戰鬥到底。” 

 

一位名叫張夏翡的歌手也以鄧麗君為主題，以卡拉 OK 的形式，演唱了迪特

裡希和鄧麗君過去唱給士兵們的歌曲。身著旗袍的張夏翡先是在播音塔里用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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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演唱。隨著喧鬧的音樂漸弱，她脫下高跟鞋走塔外的草地上，面對觀眾，拿著

尤克裡裡琴自彈自唱。 

 

然而，與當地居民在演出時的互動只能略微地彌合當代臺灣年輕人與歷史間

的隔閡。張夏翡說：“對我來說，金門是個瘋狂的地方。我們來這參觀，這些島

嶼就猶如一座歷史博物館或是一個好奇櫃。可是，那裡的人們仍然生活在另外一

個時代，臺灣年輕人根本無法想像那些人當年生活在獨裁恐怖下的感受。” 

 

那個年代，海峽兩岸尚處於敵

對狀態，鄧麗君歌曲在廣播節目和

心戰牆裡的傳播不免蒙上了政治

的陰影。臺灣“中央廣播電臺”節

目部總編導吳瑞文認為，鄧麗君歌

曲的獨特魅力就在於她跨越了意

識形態的阻隔，用音樂最先打開了

兩岸溝通的獨特管道。 

 

過去三十多年，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廣播天空中走過了峰迴路轉的歷程，從

最初一味的禁止到後來的逐漸鬆動，從早期的強調政治立場到後來逐漸還原其音

樂本意，裡面也濃縮了這些年廣播傳媒觀念的不斷進步。鄧麗君去世時，大陸多

家電臺及時報導了這條消息，很多電臺紛紛推出了紀念鄧麗君的特別節目。 

 

二十一世紀進入了網路時代，古老的收音機已經成為古董，但是，一旦提起

鄧麗君，人們還總是第一時間想起改革開放初期的那段日子，大家紛紛把耳朵貼

近收音機，裡面傳出的鄧麗君的歌聲讓中國人聽出了自己命運的改變，聽出了新

生活的滋味。 

 

一代巨星隕落，兩岸三地以及日韓各界對鄧麗君的病逝深表惋惜並給予高度

評價。大陸歌手李谷一說，“鄧麗君是中國樂壇獨樹一幟、不可磨沒的傑出藝術

家。”文化學者于丹說，“對於中國文化的意蘊來講，她已經不是一個歌手，其

歌藝成就已超越流行音樂的範疇與層次。”央視主播白岩松說，“如果有一個聲

音能讓全世界的華人安靜下來，那就是鄧麗君的歌聲。” 

 

香港藝人成龍說，“鄧麗君是蘭花，是最後的古典。作為一個藝人，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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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紅，有這麼大成就，實在已是生榮死哀，值得大家愛戴與尊敬，流芳百世，永

垂不朽了！”藝人李宗盛說，“在演藝圈很多人是‘奇跡’，但唯有鄧麗君可以

稱為‘傳奇’。”香港已故藝人張國榮說，“頒獎典禮，若歌星不出席，就算你

是鄧麗君也不給獎。” 

 

時任“中華民國”(臺灣)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說，“由於鄧麗君的天賦

和努力，加上她傲人的情操，當年在臺灣物資缺乏的時候，用她的歌聲和用她各

方面的表現來振奮人心，跟國人一起打拼，鄧麗君在各方面的貢獻，包括經濟、

文化等，對國家的影響極大。”“中華民國”(臺灣)“教育部”部長和“中央研

究院”副院長曾志朗表示非常喜歡鄧麗君的歌，聽到她的歌聲會讓人聯想到和

平、純真、人間有愛，他最愛哼唱的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因為那是一首會

平靜人心的歌。當年鄧麗君的歌響徹臺灣大街小巷，對臺灣來說是一個時代人

物，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回憶早年還在美國洛杉磯教書時，在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 (UCLA)旁邊有一家長青書店，他經常在那家書店看見鄧麗君買書，她當

時打扮得非常樸素輕鬆，綁馬尾、牛仔褲，不敢相信那是鄧麗君。鄧麗君的啟蒙

老師左宏元說，“她的歌聲像花卷，淡淡的，咬一口，便知內有層次，聽起來溫

柔，卻很有力量。” 

 

通過王恩禧老師，我瞭解了許多關於鄧麗君的真實故事，如果說王恩禧是將

鄧麗君的歌曲傳播到中國大陸來的第一人，那麼王老師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對我

的人生影響巨大的一位國際廣播界資深的老前輩。 

 

就在本文初稿完成之際，我將此文發給了目前定居於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王恩

禧的遺孀 Patty女士，她感慨地回復我說：“鄧麗君時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歌星，

文中提到王老師還有照片，難免有點傷感。雖然他已經走了，仍在我心裡伴隨著

我，對他永遠的懷念。”(完) 

 

附：“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褒揚令：“愛國藝術歌唱家鄧麗君，譜名麗筠，蕙

質春明，瑤華濟美，幼蘊才慧，早擅新聲。天縱仙呂藝能，頭角崢嶸於海內；胸

懷英雄肝膽，熱情洋溢乎軍中。砥礪奮發，育成大家範型；柔美婉約，深得風人

意旨。高潔沁潤眾心，勇奪最佳女歌星榜首；英發楷模當代，榮登十大女青年班

頭。美譽傳乎四裔，清歌騰於國際。參與勞軍活動，鼓舞士氣，柳營傳千古絕唱；

推廣民族歌聲，伸張正義，神州享超鄧高名。乃複義不帝秦，行止弗入中土；忠

以作孝，僑居永愛宗邦。風骨嶙峋，不讓鬚眉。平居熱心公益，頻為善行，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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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艱；每值局勢邅迍，輒捐鉅款，蔚為國用。大節凜然，輝耀千古。先聖有言：

志道、據德、依仁、遊藝，斯人有之。歎以英年遽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

以資矜式。” 

作者夢晨寫於二〇二〇年五月三日晨 

 

【作者簡介】 

王冬，筆名夢晨，八〇後回滬知青子女，目前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城某外資金

融機構從事財務工作，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分會會員。工作閒暇愛好寫

作、攝影，部分作品曾在《金融時報》、《上海金融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過。欲

閱讀作者更多作品，歡迎登陸夢晨個人網站：www.dragontv.org 

 

***未經作者同意，任何報刊不得轉載或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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